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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大学管理者徐同文
来说，最欣慰的不单单是债务
减少，还在于化解债务的同
时，保证了师资质量、课程建
设，加强了图书馆建设等。

“大学，是为谁办的大
学？”徐同文自问自答，大学是
为学生办的大学，是直接向我
省经济社会发展一线供应人
才的主渠道，高校还债也是为
了提供更好的高等教育，“现
在，他们的读书质量，就是明
天的经济社会发展质量。”

“如果1 . 2万元生均拨款，
都被大学管理者用在了还债
上，那么学生只是吃了个半
饱。”徐同文说，这一问题让他
深感担忧，“社会发展的健康
可持续，也是人才质量的可持
续。”

多位大学管理者呼吁，高
校化债的同时，政府更应重视
学校师资建设、课程质量，重
视人才培养质量这一根本的
教育目标，否则现在欠下人才
债，以后将付出更沉重的代
价。此外，政府在大学基础设
施建设上应履行科学的约束、
监督职责，该有的基础设施投
入同样不能少。

本报记者 徐洁 王茂林

高校管理者呼吁：

化解债务

不能欠人才债

本报济南1月23日讯(记者
邢振宇) “山大威海分校去不了，
山大本校能去！上海大学去不了，
上海财大能去！”这是2012年本科
一批一志愿投档后，网友吐槽的
段子。23日，省政协委员、济宁市
政协副主席李良品认为，如今高
考报志愿如同押宝，一本一志愿
只能报考一所学校，报不准就后
悔一生，应该推广平行志愿，改变
这一现状。

“我省高考没有平行志愿，一

本第一志愿只能报考一所学校，
一些高分考生却去了二本学校。”
李良品说，2012年，一批高出一本
线三四十分都不敢报考山大的考
生，做梦都很难想到，只要过一本
线就能被山大录取。

而这种现象并不止山东大学
一家，不少985、211高校在山东遭
遇了录取“大小年”。2012年，人大
在我省的文科投档最低分到了
586分；同济大学的理科投档最低
分584分；中国农业大学文科投档

最低分 573分、理科投档最低分
582分，均与本科一批最低控制分
数线持平。

李良品认为，我省应该推行
“平行志愿”，这与现行的政策相
比更合理、更科学，考生报志愿风
险降低。平行志愿下，考生可填报
多个平行学校，然后按“分数优
先、遵循志愿”的原则投档录取，
改变过去“志愿优先”的录取原
则。

“全国许多省份已经推行平

行志愿，我省是教育大省，也应该
抓紧实施。”据悉，2008年，教育部
在湖南、江苏、浙江、上海、安徽、
辽宁6个省市实行平行志愿投档
录取模式的试点改革。实践证明，
实行平行志愿投档模式，有效降
低了考生志愿填报风险。2009年
教育部又新增了河北、吉林、江
西、福建、海南、广西、云南、贵州、
四川、宁夏10个省区进行改革试
点，平行志愿投档模式进一步在
全国推广。

打好激励、控债组合拳，三级财政支持，两年化债127亿

我省高校债务已化解大半
本报记者 徐洁 王茂林

高考志愿填报如押宝，省政协委员建议：

我省高考应推广“平行志愿”

格相关链接

这个学期末，山东轻工业学院
党委书记徐同文感觉格外轻松，学
校原有的债务已化解大半，仅剩2
个多亿，每年背负的银行利息降到
了可承受的范围内。该校“裸露”了
5年的图书馆也已在省教育财政
的帮助下重整妆容，并于2012年
底竣工投入使用。

让学生们用上高质量的图书
馆、享受更好的教育，对大学管理

者来说，是莫大的欣慰。徐同文认
为，这也是解决高校债务问题的最
终目的。

据中国人民银行征信报告
数据，截至 2012年底，我省公办
普通高校银行贷款，由2010年底
的 199 . 7亿元降至 72 . 7亿元，化
债127亿，超额完成两年化债120
亿的目标。“债务降低到一个相
对合理的范围，高债务对大学生

存和发展的威胁消除了。”徐同
文说。

高校化债，这个压在80多所
公办高校身上的大包袱，省两会
上被列为民生实事工程，对于山
东来说，真正实施起来并不轻
松。“山东高校化债打的是一套
组合拳。”山东省财政厅教科文
处副处长王宇轩将其总结为两
个词：激励、控债。

财政帮忙，烂尾5年的图书馆竣工

“也就是说，我们把财政奖励和
学校化债的努力程度直接挂钩。两
年来，省财政向高校投入化债资金
37 . 8亿元，争取中央奖补资金化债
28 . 6亿元，带动高校和各市财政化
债60 . 6亿元，高校负债率从2010年
底的133%降到33%，不少学校银行
债务彻底清零。可以说，通过37亿撬

动了127亿，财政资金发挥了正向的
杠杆作用。”对于由政府牵头、以学
校为主体的高校化债之战，王宇轩
给出了这样的评价。

化了旧债，会不会又生新债？
“高校化债不能是一锤子买

卖！帮你还钱容易，但化了又弹，弹
了再化怎么行？”王宇轩说，我省已

经建立严格的高校化债长效机制，
两年的奖补优惠政策到期后，控债
便是下一年度以至更长期的工作
重点。

王宇轩介绍，一方面，把好贷
款审批关口；另一方面，定期根据
中国人民银行征信报告数据，监控
学校债务，确保债务不反弹。

把好贷款审批，确保债务不反弹

徐同文介绍，财政投入与学校
自筹资金，是高校债务偿还的两大
渠道，自筹的资金如学费、住宿费、
校办产业等，此外，企业对高校实
验室等硬件建设支持，也可以节省
大学一部分建设资金。

然而，大学是国家的大学，债
务也应是国家的债务。多年的欠款
一朝要还，高校的动力从哪儿来？

2010年底，财政部、教育部联
合下发《关于减轻地方高校债务负
担化解高校债务风险的意见》，明
确对化解高校债务的省份给予支
持。我省决定抓住机遇，加大高校
化债力度。

2011年，省财政厅、省教育厅
制定出台了《山东省高等学校债务
化解奖补政策实施意见》，明确了
六项奖补政策，实施期限两年，把
高校的化债积极性调动了起来。

王宇轩介绍，奖补政策主要包
括：鼓励高校置换土地化债，省财
政按10%的比例奖励省属高校用
土地置换收入减少银行贷款；对于
土地置换收入之外措施化解债务
的，省财政根据贷款减少额度，按
30%的比例给予奖励；对负债率低
于 6 0% 或努力把负债率降低到
60%以下的，如果再主动统筹土地
置换以外收入化债，省财政将依据

贷款减少额度，按40%的比例给予
奖励；对负债率超过100%的高校，
只要化债积极、措施得力，省财政
安排20亿元资金帮助化债；定额
经费的使用也与高校负债率挂钩，
负债率高于60%的省属高校，省财
政至少在定额经费中安排一半用
于高校化债。

此外，省政府还出台措施，调
动市级财政化债积极性，对于市财
政通过一般预算安排的高校银行
贷款还本资金，省财政按40%的比
例奖励；市属高校贷款减少额低于
地方财政安排的化债资金数，按贷
款减少额的40%给予奖励。

高校置换土地化债，财政给予奖励

两年前的省两会

上，省长姜大明在谈

到大学债务问题时发

问：“没有图书馆，办

什么大学？”一年前的

省两会上，省长姜大

明再次谈及大学债务

化解问题，他说：“满

脑子都是债务，被人

追得跟杨白劳一样，

哪有心思办大学？”

两次掷地有声的

反问，至今仍留在不

少大学管理者心中。

如今，曾因无钱续

建而搁置多年、被学生

戏称为“骨感大楼”的

山东轻工业学院图书

馆已投入使用，山东师

范大学图书馆也正在

建设中。

两年内，全省 8 0

余所大学，共计199 . 7

亿 的 债 务 已 化 解 大

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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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 3月，吉林大学欠

债30个亿的消息曝光，引爆关
于全国高校债务的持续关注。

2009年的全国两会上，全
国人大安排了五大校长见面
会，围绕高校债务的话题再次
成为社会焦点。

中国高校的债务规模有
多大？高校的财务风险又有多
大？不同部门或研究机构对于
高校债务的额度有不同统计。

《 2 0 0 7 年中国教育蓝皮
书》披露，到2006年底，全国高
校贷款规模在4500亿元到5000

亿元。而当年全国政协公布的
一份调查报告显示，全国高校
贷款总额达2500亿元。

时任合肥工业大学副校
长赵韩曾介绍说，高校扩招是
在特定历史条件下中央所做
的重大决策。1998年到2008年，
我 国 高 等 教 育 毛 入 学 率 从
9 . 8%提高到23%，全国普通高
校在校生达到1800万，规模居
世界第一。但是因为扩招和保
证教育质量，高校必须在短期
内投入大量的资金，纷纷负债
筹资以寻求发展。

“按统计可知，我国在教
育上的投入占GDP的4%-5%，
但其中政府投入仅占2 . 5%左
右，其他是老百姓的投入和学
校贷款。”赵韩说。

2 0 0 9 年，教育部首次将
“化解高校债务风险”列入年
度工作要点。

(综合)

全国高校欠债

一度高达5000亿

格延伸阅读

山山东东轻轻工工业业学学院院图图书书馆馆一一度度因因缺缺钱钱停停工工五五年年，，楼楼体体被被学学生生称称为为““骨骨感感大大楼楼””（（左左图图））。。在在省省教教
育育财财政政支支持持下下，，终终于于在在去去年年底底竣竣工工投投入入使使用用（（右右图图））。。（（资资料料片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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